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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機會檔案 (2020年 3月) 

 

山川異域 風月同天──在疫症下擁抱種族多元 

 

聯合國於 1966 年將 3 月 21 日定為「國際消除種族歧視日」(International 

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)，藉此推動國際社會攜手消除基於

種族的歧視，並鼓勵大眾關注種族共融議題。 

 

今年這個日子特別有意義，事關在 2019 冠狀病毒病肆虐全球下，各地出

現了排外情緒和種族主義以至歧視。在不少歐美國家，一些居民將對冠狀病毒

的恐慌投射到華裔人士以至亞洲人身上，將華裔人士標籤為病毒源頭和帶菌者，

對他們辱罵、威嚇甚至暴力對待。由於社交媒體普及化，這些種族偏見的信息

散布得更快更劇烈。 

 

各地出現排外及種族主義 

正當我們以為地球已變得一體化，國與國的邊界愈趨模糊，不同地域的

文化和價值觀念融合在一起之時，一場疫症卻將這些聯繫斬斷，各地進行大規

模的封鎖措施，包括發出旅遊警示、停止外來旅客的入境簽證，以及停止公共

交通運作。但更大更深的隔閡莫過於排外和種族主義，它們如巨浪般翻起了不

同族裔和群體的矛盾。縱然科學家和醫學專家們都指出，把病毒與某一個民族

或群體掛鈎並無科學根據，但不少人仍是要將對病毒的恐懼宣洩到某些民族上。

我們不禁反思，究竟這些現象是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，還是人們對病毒

的恐慌，驅使他們失去了理智？ 

 

在香港，2019 冠狀病毒病亦衍生了不同層面的歧視現象，包括酒店拒絕

醫護人員入住、餐廳拒絕招待內地或說普通話的客人等等。這些措施或做法以

對抗及控制疫症散播為擋箭牌，但難以掩飾它們的歧視性質，個別更摻雜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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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其中，製造社會矛盾、分化社會。過去數月，平等機會委員會(平機會)便收到

接近 600宗與疫症有關的歧視查詢及投訴，包括針對這些措施的查詢和投訴。 

 

舉例說，有餐廳拒絕招待內地或說普通話的客人，餐廳表示這是為了保

障其他食客的安全，是自保措施。但有關措施真的有必要和有效用嗎？首先，

餐廳這樣做是假設了所有內地客人都染上或有可能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，有可

能構成「殘疾歧視」。其次，餐廳的告示指不招待說普通話的客人，但卻沒有

表示不招待其他語言的客人，例如說英語、法語的非華裔人士。而由於大部分

說普通話的都是華裔人士，有關告示可能歧視華裔人士，違反《種族歧視條

例》。 

 

種族歧視定義 

根據法例，「種族」的定義是指一個人的種族、膚色、世系、民族或人

種。雖然「語言」並非條例下所界定的「種族」定義，但若某些語言的要求或

條件並無理據，但卻令某種族群體人士因無法符合有關要求而蒙受不利，那麼

有關要求或條件可能導致間接歧視該種族群體。 

 

有人說，香港人與内地人同是華人，何來種族歧視之有。假若平機會控

告光榮冰室，那麼便可印證香港人與內地人屬不同族群。這個觀念是完全錯誤

的。違法的種族歧視絕對可以發生於同一種族內。以服務提供為例，會否構成

歧視，主要視乎服務提供者在提供服務時，會否因為顧客的族裔，而對其施予

不利對待，至於服務提供者本身的種族並不在考慮之列。例如，一名華裔人士

開設餐廳，他/她只准許美國白人光顧，拒絕招待華裔顧客，那麼該名華裔經營

者便是直接種族歧視華裔客人。 

 

又有人說，客人有權選擇光顧那間店鋪，為何店鋪沒有自由選擇顧客？

要解說這疑問，我們先要明白，反歧視法例的目的是確保公眾在不同公共活動

領域不會受到不利和歧視對待。現時反歧視條例規管的公眾活動範疇包括教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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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傭、貨品、服務及設施的提供，還有進入、處置和管理處所等等。開設及營

運餐廳和酒店既是打開門做生意，向公眾提供餐飲和住宿服務，因此要受現行

的四條反歧視條例所規管。 

 

從以上可見，所謂抗疫的措施是否屬違法歧視、為何違法，均有法律依

據。事實上，平機會在執行反歧視法例時，必須有法律依據，有些言論和行為

縱使極為不恰當，是徹頭徹尾的歧視，但若不在法例涵蓋的範疇，平機會亦沒

有法律基礎去採取跟進行動，只可透過倡議或發放信息，呼籲公眾避免作出有

關言論或行為。 

 

是其是      非其非 

有人認為平機會這樣是站在道德高地作出批判，有評論員甚至指平機會

是「昧於現實，近乎虛偽」。對此我絕對不同意。首先，作為維護本港平等機

會的法定機構，平機會有責任就歧視行為發聲。其次，平機會絕非昧於現實，

我們明白市民對 2019 冠狀病毒病極度憂慮，但正如不少醫學和傳染病專家指出，

最有效對抗疫症的是科學和理性的分析。以不招待內地人為例，政府已採取檢

疫措施，要求從內地來港的所有人士進行 14 天隔離，截至 3 月中為止，感染冠

狀病毒的絕大多數為本港居民。由此可見，不招待內地人的措施並非合理地需

要的。 

 

平機會並無意做「道德判官」，我們亦非「政府喉舌」，我們只是依據

法例賦予的權力，忠誠地執行職務、履行職責，本著「是其是，非其非」的態

度，為受到不平等對待的人士和弱勢群體發聲。 

 

結語 

有人說危難揭開人性醜惡的一面，但我卻相信危難也展示人性光輝的一

面。在疫症肆虐下，本港不少市民自發募捐抗疫物資，免費派發予弱勢社群包

括本港少數族裔。由於與主流社會的隔閡，以及防疫資訊未能翻譯及時，很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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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數族裔對於疫情的發展情況和防禦措施所知不多。因此，不少志願團體和個

別人士紛紛自發製作短片、派發物資，助他們對抗疫症。這些舉措都叫人深深

感動，體會到疫症無情，但人間有情。 

 

的而且確，活在當下的世代，無論是面對地球污染也好、疫症也好，我

們已不可獨善其身，與其他地域的民族又或社會上的不同群體完全分隔。「山

川異域，風月同天」：這是日本早前捐贈物資予中國時所引用的佛偈。穹蒼之

下，我們無分種族，同享一樣的清風與明月。我們都是地球村的一份子，只有

拿出勇氣，團結一致地共同努力，秉承包容尊重的精神，人類才可征服當下疫

症的挑戰。在「國際消除種族歧視日」將臨之際，就讓我們擁抱種族多元，推

動種族平等。 

 

 

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

朱敏健 

 

 

 

(以上文章於 2020年 3月 18日刊登於信報、星島日報、立場新聞及獨立媒體) 

 


